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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浩声

上周五，“明州论坛”刊发
《就是要反对做“过头事”》 一
文，读后深以为然。受之启发，想
到了一个延伸开来的话题——“过
头事”与“过头话”。

之所以想谈这个话题，是因为
做事与说话，是人的两大基本功
能。“过头事”与“过头话”，一个
表现在“嘴”上，一个反映在行动
上，但它们之间是紧密联系的。有
的时候，两者就如一对形影不离的
孪生兄弟，要把它们拆散，并不容
易。

一般情况下，说“过头话”的
人，容易做“过头事”；做“过头
事”的人，也喜欢说“过头话”。
有的“过头话”，是“过头事”的
宣言和告白；有的“过头事”，是

“过头话”的延续与兑现。“过头
话”，可以为“过头事”“鸣锣开
道”；“过头事”，可以为“过头
话”找到“实践样本”。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有一
个“度”的概念，强调做事情，要
把握好相应的度，不能不及度，也

不能过度。否则，事物的性质就会
发生变化。“过头事”与“过头
话”，从本质看，核心都在“过
头”上。就是说，做的事、说的
话，超出了合理的范畴，并由此造
成了一些不良的影响与后果。“过
头”，就是过度了。

其实，国人是崇尚中庸之道
的。很多人从小接受的教育，不乏

“说话忌满”“做事要有分寸，要留
有余地”之类的告诫。但不得不
说，我们在生活中，会经常遇到

“过头事”，听到“过头话”。《就是
要反对“过头事”》 一文列举的，
是中纪委通报的三个典型个案。事
实上，类似现象，可谓多如牛毛，
比比皆是。

“过头事”与“过头话”大行
其道，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景
观”，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
素，有个性问题，也有共性问题。
主观与个性方面，属于个体性问
题，这里暂且不谈。

从客观因素看，外部不良生态
的影响，恐怕是个重点。比如，

“文革”的时候，有些同志喜欢上
纲上线，把群众内部的矛盾，视作

阶段斗争矛盾和敌我矛盾，动辄给
人扣上“大逆不道”的帽子，造
成了很多冤假错案，教训极其惨
痛。这是特定环境下，人性扭曲
所致。

现在，有很多的“过头事”与
“过头话”，则是官僚主义与形式主
义等不正之风导致的。有的问题，
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头。比如，
媒体经常曝光，有些基层一线干
部，有填不完的表、加不完的群、
下不完的 App。忙而无效，劳而无
功，看起来确实“过”了，可基层
同志也有自己的苦衷：不少“过头
事”，其实是上面的“过头话”给
逼的。

喜欢做“过头事”、说“过头
话”的人，有一种不太好的“秉
性”，就是“势利眼”，对上一副面
孔，对下另一副面孔。在上级、地
位比自己高者面前，他们的态度是
谦恭的、得体的，让人赏心悦目；
对办事分寸的拿捏，自然也是得当
的，绝不会有“过头”之忧。但到
了下级、地位比自己低者面前，则
是另一番景象。

当然，所谓“金无足赤，人无

完人”。“过”，也要看是“有心之
过”还是“无心之过”，不能一概
而论。对于“有心之过”，应及时
地把它纳入党纪党规约束调整的
框框，该约谈的就约谈，该组织
处理的就组织处理。做事“过了
头”，受到“追过”“记过”，才能
促使当事者更好地“悔过”“改
过”。对于“无心之过”，则应多一
些宽容和包容，可以用善意的提醒
和劝诫，给当事人以调整改进的机
会。

西方有位哲人说过，“如果你
能把自己训练得更加客观，那么你
在考虑事情的时候，就能够超越那
些比你聪明得多的人”。说实话，
做到这一点，是比较难的。但越如
此，越需要我们加强自我反省，通
过勤于修身，增强党性锻炼，使自
己变得更加客观，说话、做事更加
有分寸感。

“过头事”与“过头话”

赵 畅

6月17日，湖南省纪委监委官微
“三湘风纪”，对益阳市桃江县委原书
记汤跃武严重违纪违法案进行剖析。
汤跃武在担任南县县长特别是桃江
县委书记期间，政治意识和纪律规矩
意识淡漠，滥权妄为、作风腐化，严重
损害党的事业和形象，严重破坏当地
政治生态，被当地干部群众戏称为

“汤猛子”“汤包头”“汤茅台”（6月 19
日央视）。

说到绰号，人们往往会想及《水
浒》一百零八将，他们都有响当当的
绰号。绰号历来分两种，一种是带善意
的昵称，另一种则是带讽刺的称谓。带
讽刺的绰号，通常事出有因。像宋代有
个“三旨相公”，说的是宋神宗时期的
宰相王圭，他做了十几年宰相，没什么
大的作为。每次面圣，只会对旁人说

“取圣旨”；皇帝下达旨意后，紧跟着说
一声“领圣旨”；回到府中，就对自己的
部下说“已得圣旨”。时间一长，大家就
将他称为“三旨相公”。

如今汤跃武，也一连获得三个
绰号：“汤猛子”“汤包头”“汤茅台”，
其间无不包含人们对他的鄙夷、愤
慨和不屑。

“汤猛子”，表面上看，似乎在说

他胆子大、有能力，实则是对他胆大
妄为、胡作非为的讽刺；“汤包头”，意
谓其亲清不分，与不法商人勾肩搭
背，利用职权为亲朋好友揽工程、挣
大钱；“汤茅台”，从中透射的是他被
宴请时非茅台不喝的“霸气”。

这三个绰号，看似各不相干，但
细细体味，其间逻辑关系昭然若揭：

“汤猛子”，是成就他“汤包头”的性
格，“汤包头”是对“汤猛子”直接而形
象的印证，“汤茅台”，则是“汤猛子”

“汤包头”的必然结果。三个绰号，各
有侧重，折射出汤跃武在不同领域、
不同场合的丑陋形象，宛如当地干部
群众打向他的三记响亮“耳光”。

与汤跃武截然不同，同样是领导
干部，有的则被当地干部群众送上称
赞有加的绰号。像云南省原保山地委
书记杨善洲，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

“草鞋书记”。这一绰号，既是对杨善
洲“只要生命不结束，服务人民不停
止”这一诺言的诠释，也是对他一生
的生动写照。可不是？他在任期间，时
常头戴草帽、脚穿草鞋，推广科学种
田，兴修水利设施，把深山大沟建成
了全国文明的滇西粮仓。

一个被干部群众称为“草鞋书
记”，另一个则被戏称为“汤猛子”

“汤包头”“汤茅台”，孰高孰低，一目
了然。作为领导干部，任何时候都应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党纪党规
约束自己，自觉做到慎初慎独慎微
慎友，为百姓谋利益，为党旗添光
彩。

“三个绰号”
是群众给贪官的三记“耳光”

李国民

这段时间，看到不少有关孩子
做公益献爱心的报道，很有感触：
我们的孩子现在太需要这样的慈善
公益教育了。

不妨先来看看最近宁波媒体上
报道的几个事例。

江北区天水幼儿园的小朋友通
过义卖，筹款 2560.6 元。4 月 30 日，
在老师及家长的带领下，小朋友捧
着捐款箱，到慈善总会捐款，希望这
些善款能够帮助困难儿童。

近日，在鄞州区江东中心学校
的操场上，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捐助
仪式，学校用学生爱心义卖所筹得
的款项，买了 115套校服及文具礼
盒，为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宁朗乡

小学的孩子献上一份爱心。
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

海曙区月湖街道平桥社区在金汇小
镇搞了一场公益图书义卖活动，在
新闻报道图片中，一名两三岁的小
志愿者手持二维码募集善款的样子
特别可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宋代大儒、宁波名贤王应麟著
的 《三字经》 一开篇就是“人之
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
不教，性乃迁”。意思是，人刚刚
出生时，禀性本身是善良的，天性
也相差不多，只是后天所处的环境
不同和所受的教育不同，彼此的习
性才逐渐形成了差别。如果从小不
好好教育，人的善良本性就会遭到
破坏。

孩子的心灵是纯真的，长大后

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要看大人给予
他们什么样的教育和培养。其中，
社会环境对于孩子的心灵具有重要
的、直接的影响。具体来说，与家
庭、学校、社会关系密切，父母长
辈、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同学老
师、左邻右舍等，只要同孩子经常
接触，就必然会给其以不同程度的
影响。孩子年龄越小，受影响程度
越深，甚至一直影响到他们成年以
后的思想作风和行为习惯。拿现在
流行的说法就是，“你现在怎么
样，孩子以后就会怎么样”。

有人说，现在的孩子很自私，
不关心他人，不感恩父母，只顾自
己好。这样的孩子有，但实事求是
地说，只是很小一部分。在我看
来，造成孩子自私的一个重要原

因，是我们缺乏对孩子从小的慈善
教育。如果我们在孩子幼小的心灵
中播下慈善的种子，用慈善之花滋
育孩子的心灵，让他们从小懂得感
恩，懂得关心他人，懂得扶贫济
困、乐善好施，有人跌倒时把他扶
起，有陌生人问路时热心指路，把
废旧的东西卖掉换些钱捐给贫困山
区的孩子……长大后，他们还会如
此自私自利吗？

所以，现在开展慈善文化进校
园活动很有必要，组织孩子开展义
卖献爱心活动很值得提倡。借助这
些活动，我们要告诉孩子：衡量慈
善的标准不是“薪”，而是“心”，
1 元的慈善和 100 万元的慈善都是
慈善。慈善不分大小、不分先后、
不分贵贱，只要心怀善意，人皆可
为。

每年的6月22日是“中国儿童
慈善活动日”。让我们为爱出发，
播撒慈善的种子，让慈善浸润每个
孩子的心田。

在孩子心中播下慈善的种子

近日，人气 IP“哦崽”在线下发售，获得极高关注度，盲盒一旦
抢到手，立马“升值”数倍，投机者趋之若鹜。但这种投机性炒作，
一旦热潮退去，剩下的就只是泡沫 （6月20日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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